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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不同所有制企业职工

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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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最新发布的
$RV?H"##E

和
$RV?H"##"

分析了

"##"

年到
"##E

年中国城镇不同所有制企业职工收入差距的变化趋

势%我们发现这段时期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收入差距正在减小#且这

种收敛的趋势更有利于非国有企业职工#这与
!CCA

年到
"##"

年的

变化趋势形成鲜明对比%当我们分解收入差距时#发现个体的特征

或能力的差别对于解释收入差距的重要性在显著提高%此外#市场

分割对于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仍然存在#特别对于高收入群体#但有

逐步缩小的趋势%

关键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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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得到了姚先国教授主持的自

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城乡劳动力市场整合$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实现机制研究!

=#G!!

"*的经费支持%

一!引
!!

言

劳动力市场分割在国际社会上是一个持续了几十年的研究问题#近几年#

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与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现象的同时出现#该问题再一次引

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并存#是我国

特定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的产物%

!CCE

年中共 )十五大*召开后#一方面国

有企业改革的步伐开始加快#鼓励大型国有企业加快公司化进程并对小型企

业进行重组&另一方面会议也指出私营企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并

通过立法巩固其地位%这直接导致的后果是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被前所未

有的失业压力和国有与私营部门员工的转换而重新调整%近几年国家在政策

和资金方面#进一步加大了对中小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扶持力度#拓宽了具

有一定规模的民营企业的经营范围#并加快了部分集体企业的股权改造#使

不同企业的经济效益以及职工收入也发生了较大幅度的调整%

就转型经济而言#这些巨大的变化为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方向提

出了许多问题%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是否已经完全转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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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市场#使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可以在完全竞争的环境

下运行%许多根据
"#

世纪
C#

年代末或
"!

世纪初收集的数据的研究显示中国

的经济改革还没有完成 !

X(/:

3

#

!CCD

"#劳动力市场仍处于分割状态'不同

经济部门员工的收入决定机制不同#劳动力在不同所有制$不同地区之间流

动性较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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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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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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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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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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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J

#

"##E

"%职工不愿意从公有部门流

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有企业的工资远远高于市场的均衡工资 !

N%(+

#

"##"

&

$%1'.+67J

#

"##A

"%此外#

>f,./

<

1/.+67J

!

"##E

"还发现在
!CCA

年到
"##"

年间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收入差距有扩大趋势#特别是最具特权的部门与市场

化程度最高的部门之间的工资差距在显著增加%陈钊等 !

"#!#

"的研究说明行

业差距是造成收入差距的最重要原因#但所有制的贡献度也在提高%

研究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于分析政策的有效性 !如
U:(,*%&K(':L1:&

!

"###

"$

L+1/&(':Y1/122

!

"##"

"$

Q(2(/&;

!

"##@

"$

X+K;%&'(':d+\('+\&*

!

"##G

"等人研究发展中国家或转型经济中公有部门和私人部门的收入差距所

证实的"以及收入不平等 !

O1'

<

(':N%('

<

#

"##!

"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个多层次的劳动力市场#即工资不仅由工人的技能水平决定也与不同的制

度因素有关#对于劳动力在不同部门间的分配以及工人之间的收入分配都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

!CC@

年前我国国有部门职工的就业一直实行 )铁饭碗*的

福利就业机制#严重阻碍了企业的发展 !

]'&

<

%0(':T+'

<

#

"##A

"%因此国有

部门的效率问题一直是政府关注的一个问题%此外#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

贫富差距的扩大#政府部门将关系整个社会长治久安的居民收入分配问题提

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所有制对于处于转型经济中的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研究问题#它关系到政府是否可以为所有的企业提供一个平等有效的商务环

境#进而使整个社会的福利最大化%

!CED

年公有部门的企业数量占全国所有

企业数量的
CCB

#到
"##E

年这一比例仅为
!#B

#研究国有企业是否仍然得

到政府政策的保护#在市场经济中占有优势地位是非常有意义的%

宏观经济数据显示
"#

世纪
C#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镇职工的平均工资

一直呈递增的趋势 !见图
!

"%

"##E

年城镇职工的月平均工资为
"AAC

元 !以

!CCA

年的价格为基础"#为
!CCA

年的
A5E

倍%虽然每一种所有制形式的工资

都在增加#但不同所有制企业在不同时期增加的幅度不同#到
"##E

年为止一

个最显著的变化是公有和私立部门工资的差距在减小%

!CCA

年 )其他所有制

形式*!属于私有部门"的平均工资最高#到
"##E

年其平均工资低于国有企

业职工的平均工资%这种变化促使我们想进一步了解变化背后的原因#是由

于存在歧视行为#还是某种所有制企业仍享有特定的优势%

本文旨在分析在
"##"

年到
"##E

年进行了一系列深化改革后#不同所有制

企业职工的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及其决定因素%我们首先应用
7(Z(*(HL2&':1/

分

解方法调查了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收入差距并将其分解为不同的组成部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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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图
!

!

!CCA

(

"##E

年公有部门与私有部门实际年平均工资的发展趋势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

"##D

"/%

注'由于统计年鉴中没有区分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我们将这两类企业均归入 )其

他*!

+0%1/;

"分类中#平均年工资根据城镇消费价格指数进行了调整 !

!CCA[!##

"%

T7);

代表国有企业#

c$);

代表集体企业%

究了在控制个人特征后#单纯由于所有制分割所能解释的收入差距的比重%

然后#应用
d.%'HO./

9

%

3

H?&1/*1

方法研究了在不同收入分布区间不同所有制

员工收入的差距%

! 城镇居民是指居住在城市里并拥有城市户口的个体#样本不包含居住在城里但没有城市户口的个体

!如农民工"%

本文的其他部分构成如下'第二部分描述了数据并进行了初步的统计分

析%第三部分讨论了不同所有制企业根据收入等式的计量分析结果%第四部

分和第五部分陈述了
"##"

(

"##E

年间根据两种分解方法分析的收入差距的结

论%第六部分进行了总结%

二!数据与统计分析

!一"不同所有制的统计描述

!!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
"##G

年和
"##D

年所执行的中国家庭收入课题组

!

$RV?

"对
"##"

年和
"##E

年家庭收入情况进行的调查 !后简称
$RV?H"##"

$

$RV?H"##E

"%问卷由中外专家设计#国家统计局城调队统一收集数据%

$RV?H"##"

和
$RV?H"##E

均由城镇$农村和移民三个样本组成%本文中#我

们使用了仅包含城镇居民的城镇样本!

%其中
$RV?H"##"

城镇调查包含了
!"

个省市的
FCGA

个家庭$

"#FG"

个个体%

$RV?H"##E

包含了
C

个省市的
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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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家庭$

!@FCC

个个体%

为了使两期调查的数据具有可比性#我们仅保留了两期调查均包含的
E

个省份的观测值%这
E

个省份为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广东$重庆和四

川%此外#我们将样本限制在全职就业并获得收入的个体#即男性年龄为
!F

岁到
F#

岁#女性年龄为
!F

岁到
AA

岁的个体%

"最终
"##"

年数据的样本数为

A@G#

#

"##E

年的样本数为
A#"C

%

" 将样本限制为全职就业的个体后#样本的最低年龄增加到
!D

岁%有学者提出#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

大多数
!D

(

""

岁的个体仍待在学校里#这可能造成样本偏差%然而在
$RV?H"##E

中#年龄为
!D

(

""

岁

仍在学校的个体仅占该群体的
GJFB

#

$RV?H"##"

中这一比例更低%因此#即便会产生一定的偏差#我们

认为不会对我们的估计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

本文将企业所有制形式分为五类 !参见表
!

"#分别是'国有企业$集体

企业$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个体和私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

"##"

(

"##E

年

的五年间公有和私人部门显示出相反的发展趋势'国有企业的比重从
GAB

下

降到
!CB

#而个体与私营企业的比重从
"@B

增加到
GGB

%这可能涉及如何根

据所属企业进行分类%在每次调查中#受访者都要求回答他们所在企业的所

有制性质%在
$RV?H"##"

中#所有制被划分为
!G

类#而
"##E

年的调查中所

有制被分为
!F

类%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将细化的分类又归为
A

种%这样 )国

有企业*类别中包含了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国有控股合资企业%

换句话说#只要企业中国有比例占有绝对优势#无论其他股份被谁 !私营企

业家或外国投资者"占有#在我们的分析中均被归为国有企业%另一方面#

我们仅把外商独资企业和外商控股的合资企业归为 )外资企业*%这种分类使

得尽管
"##"

年到
"##E

年外国直接投资 !

Q>V

"迅猛增加#但在我们的分析中

)外资企业*的比重没有显著增加%

表
!

!

所有制分类

公有3私有 所有制分类 所包含的种类

公有部门

国有独资企业

国有企业!

T7)

" 国有控股企业

国有控股的合资企业

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

=UV

" 党政机关!包括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公检法$武装部$部队"

国家$集体的事业单位

民办企事业单位

集体独资企业

半公有部门 集体企业!

c$)

" 集体控股企业

集体控股的合资企业

私有部门

私营独资企业

个体和私营企业!

?V)

" 私营控股企业

私营控股的合资企业

个体

外资企业!

QV)

" 外资独资企业

外资控股的合资企业

资料来源'

$RV?H"##E

城镇调查问卷%

注'如果受访者的回答为)其他*#则没有归为上述的任何一种类型#而是直接将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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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所有制企业个体特征的描述统计在表
"

中列出%这段时期性别的分

布没有很大的变化#男性占所有城镇职工的
AFB

(

AEB

#并主要集中在国有

企业%

"##"

年和
"##E

年男性分别占到国有企业职工的
AC5AB

和
F!5AB

%在

某种程度而言#这种分布意味着男性相对于女性在就业与收入领域更占优势%

然而#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男性在传统上以女性为主的集体企业的比重显

著增加 !

O(./1/HQ(I&+.+67J

#

!CCC

#

>f,./

<

1/

#

Q+./0&1/(':$%1'

#

"##E

"%

"##E

年#男性占所有集体企业职工的
AG5EB

#而这一比例在
"##"

年仅为

@@B

%相对于其他所有制形式#男性在集体企业的比重仍是最低的#但与其

他企业形式 !除了国有企业"没有显著区别%如下面所描述#这种变化反映

了集体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提高了生产力#吸引了更多有能力的工人#整体

情况在好转%

表
"

!

不同所有制个体特征的统计描述

"##"

国有企业 政府机关 集体企业 私营企业 外资企业 全部

性别
#(ACA

!

#(@C!

"

#(AA!

!

#(@CD

"

#(@@#

!

#(@CE

"

#(A@C

!

#(@CD

"

#(AFE

!

#(@CE

"

#(AAD

!

#(@CE

"

年龄
@#(DF

!

D(A#A

"

@#(@F

!

D(C!@

"

@!(@@

!

D(!ED

"

GC(!!

!

D(FFF

"

GA(DA

!

D(C"G

"

@#("@

!

D(E!F

"

教育程度
!!(!E

!

"(E#"

"

!"(FC

!

"(DE"

"

!#(!G

!

"(@E!

"

!#(!@

!

"(DAG

"

!!(CF

!

"(FFA

"

!!(G@

!

"(CAE

"

在当前公司的年限
!E(E!

!

C(GDG

"

!@(@G

!

C("!@

"

!F("A

!

C(GD#

"

!#(@A

!

C(GGA

"

!#(@F

!

D(@!E

"

!@(FA

!

C(E""

"

培训时间
#("DG

!

#(@A!

"

#(G"E

!

#(@FC

"

#("GC

!

#(@"E

"

#(!CD

!

#(GCD

"

#("EF

!

#(@@C

"

#("EG

!

#(@@A

"

是否属于沿海地区
#(G#D

!

#(@F"

"

#("C@

!

#(@AF

"

#(@A#

!

#(@CD

"

#(GFG

!

#(@D!

"

#(A#@

!

#(A#"

"

#(GG"

!

#(@E!

"

是否是省会城市
#(G@D

!

#(@EF

"

#(G#A

!

#(@F!

"

#("G"

!

#(@""

"

#("GF

!

#(@"A

"

#(@DD

!

#(A#"

"

#(G#"

!

#(@AC

"

公司规模
"(C!"

!

!(!"C

"

!(ECG

!

!(#!G

"

!(C!C

!

#(CFD

"

!(EA"

!

!(#FC

"

"(E#C

!

!(#F"

"

"("#@

!

!(!C@

"

样本数
!DCF !FCD GCG !G!F !"E A@G#

占总体的比重
G@(C" G!("E E("@ "@("@ "(G@ !##(##

"##E

国有企业 政府机关 集体企业 私营企业 外资企业 全部

性别
#(F!A

!

#(@DE

"

#(AE#

!

#(@CA

"

#(AGE

!

#(A##

"

#(AAA

!

#(@CE

"

#(AAD

!

#(@CD

"

#(AE!

!

#(@CA

"

年龄
@#(AF

!

C("AD

"

@#(AC

!

C(GG"

"

GC(A"

!

C(!!D

"

GE(CG

!

C("GF

"

G@(!E

!

E(E@D

"

GC(@G

!

C(GAG

"

教育程度
!"(!@

!

G(#G"

"

!"(CC

!

G(#EF

"

!!(ED

!

G(!!F

"

!!(G#

!

G("G"

"

!G(GC

!

G("!!

"

!"(""

!

G("!A

"

在当前公司的年限
!F(CC

!

!#(E"

"

!@(DA

!

!#(FG

"

!"(@D

!

!#(!C

"

D(F#F

!

D(!!A

"

D(F"D

!

E(!"F

"

!"(DA

!

!#(G"

"

培训时间
#(@@"

!

#(@CE

"

#(@"A

!

#(@C@

"

#(G"F

!

#(@E#

"

#("EA

!

#(@@E

"

#(@#E

!

#(@CG

"

#(GE"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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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

国有企业 政府机关 集体企业 私营企业 外资企业 全部

是否属于沿海地区
#J"@D

!

#J@G"

"

#JG"!

!

#J@FE

"

#JGDC

!

#J@DD

"

#JGCD

!

#J@C#

"

#JF"D

!

#J@DA

"

#JG@E

!

#J@EF

"

是否是省会城市
#JFEG

!

#J@FC

"

#JFF@

!

#J@EG

"

#JF@F

!

#J@EC

"

#JF#F

!

#J@DC

"

#JA!"

!

#JA#!

"

#JF@#

!

#J@D#

"

公司规模
"JAG!

!

!J"#D

"

!JDAD

!

!J#D"

"

!JD##

!

!J#!G

"

!JGAD

!

#JEDG

"

"J!@A

!

!J""E

"

!JD"E

!

!J!#"

"

样本数
C@C !CFD "DA !FAA !E" A#"C

占总体的比重
!DJDE GCJ!G AJFE G"JC! GJ@" !##J##

资料来源'

$RV?H"##"

和
$RV?H"##E

调查数据中的城镇样本#

E

个省份#男性年龄在
!F

岁到
F#

岁#

女性年龄在
!F

岁到
AA

岁#全职就业#收入为正的个体%

注')公司规模*测量了当前所在公司的员工数#被归为
@

组!与
$RV?H"##"

保持一致"#

!

代表人数为

!

(

!##

#

"

代表人数为
!#!

(

A##

#

G

代表人数为
A#!

(

!###

#

@

代表人数为
!###

及以上%

"##"

年和
"##E

年数据的比较显示劳动力的平均年龄有递减的趋势#相对

于国有企业和政府机关这一趋势在集体企业和私人部门更加明显%这两年的

数据均显示公有部门员工的平均年龄大于私营企业%如预期所料#

!CCC

年高

等教育扩张后#以教育年限来衡量的劳动力的平均教育程度显著增加#五年

间平均教育年限增加了
!

年#从平均
!!5G@

年增加到
!"5""

年%除了在
"##"

年平均教育程度最高的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 !平均教育年限为
!"5FC

年#远

远高于其他类型的企业"#其他类型的企业均受益于教育程度的整体提高#因

此不同所有制企业教育年限的绝对差从
"5AF

年减小到
"5#C

年%这种发展也

显示#除了政府机关#外资企业在
"##E

年也吸引到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

"##E

年在当前公司的平均任职时间除了 )政府机关*外#均小于
"##"

年

的平均年数%特别是对于集体企业和私营部门 !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这种

缩减更为明显%这种变化可能反映了这些部门人员的流动性在提高#而公有

部门 !国有企业和政府机关"仍是最稳定的工作单位#个体不会轻易离开这

些部门%最后#公司的平均规模在
"##"

年到
"##E

年间在逐渐递减#在所有

企业中国有企业的规模仍居首位%

!二"收入的变化及其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的分布

表
G

陈述了不同所有制企业收入的统计描述%年均总收入由工资$奖金$

津贴$补贴$养老金等组成%小时工资是将年总收入除以所汇报的全年工作

小时数而得%此外#收入根据由
L/(':0(':R+2I

!

"##F

"计算的省际价格通

胀指数进行了调整#便于各省不同购买力水平收入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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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

!

不同所有制个体收入的统计描述

"##"

国有企业 政府机关 集体企业 私营企业 外资企业 全部

年总收入
!!"F!(F

!

EGA"(D

"

!@""!(!

!

ECC"(#

"

D!#D(D

!

@DD#(A

"

C"E#(C

!

C!AE(F

"

!"C#E(E

!

CF!E(D

"

!!A!@(C

!

D"!!(C

"

与平均收入的差距
#

#

CD !

#

"@ #

#

E# #

#

D! !

#

!"

基尼系数
#(G#E #("C# #("CG #(GDF #(G"@ #(GGF

工作小时数3周
@"(G#

!

E(CE"

"

@!("G

!

D(#F#

"

@@(GD

!

!#(GC

"

A!(C@

!

!A(FG

"

@A(G@

!

!!(F!

"

@@(A"

!

!!(@A

"

小时工资
A(GD#

!

@(GEA

"

E(#DF

!

F(#CF

"

G(E!#

!

"(@@@

"

G(DA!

!

@(D!C

"

A(DEE

!

@(DGF

"

A(@G@

!

A(!AA

"

与平均收入的差距
#

#

CC !

#

G# #

#

FD #

#

E! !

#

#D

基尼系数
#(GG@ #(G"D #(G"" #(@G# #(GF! #(GEE

样本数
!DCF !FCD GCG !G!F !"E A@G#

"##E

国有企业 政府机关 集体企业 私营企业 外资企业 全部

年总收入
"!F!@(F

!

!D"#@(D

"

"G#CF(#

!

!F"GA(!

"

!DDCE(#

!

!"CAF(D

"

"#@C"("

!

"E"F@("

"

"E@AA(E

!

!CEAA(E

"

"!DE#(E

!

"#DE"(C

"

与平均收入的差距
#

#

CC !

#

#F #

#

DF #

#

C@ !

#

"F

基尼系数
#(G@! #(GGD #(GGE #(@#D #(GFF #(GFE

"##"_"##E

增长率
C"B F"B !GGB !"!B !!GB C#B

工作小时数3周
@G("@

!

C(FD"

"

@"(!C

!

!C("!

"

@@(FA

!

!#("@

"

@C(DE

!

""(G"

"

@"(F!

!

E(E!F

"

@A(#E

!

!D(AC

"

小时工资
!#(!G

!

C(#G!

"

!!(AD

!

!!(#!

"

D(D"F

!

F(C!@

"

D(C@E

!

!!(AF

"

!"(D!

!

C("EE

"

!#(GG

!

!#(FD

"

与平均收入的差距
#

#

CD !

#

!" #

#

DA #

#

DE !

#

"@

基尼系数
#(GF@ #(GED #(GEA #(@@C #(GEA #(@#A

"##"_"##E

增长率
DDB FGB !GDB !G"B !!DB C#B

样本数
C@C !CFD "DA !FAA !E" A#"C

资料来源'参见表
"

%

注'收入根据
L/(':0(':R+2I

!

"##F

"计算的省际价格通胀指数进行了调整#并且对
"##E

年的数据

进行了更新%基准值为
"##"

年的全国平均价格%

G 有趣的是#这种变化正好与
!CCA

年到
"##"

年的变化趋势完全相反!参见
>f,./

<

1/.+67J

#

"##E

"%

在
"##"

年到
"##E

年的
A

年间#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收入差别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实际的平均收入几乎增加了两倍#但不同企业增加的速度不同%

公有部门年总收入和小时工资增加得最慢 !国有企业增加了
DDB

(

C"B

#政

府机关增加了
F"B

(

FGB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集体企业和私有部门工资的

增加幅度均超过
!!#B

!集体企业小时工资的增加幅度最高达到
!GDB

"%与

!CCA

年到
"##"

年的变化趋势所不同的是 !

>f,./

<

1/.+67J

#

"##E

"#不同所

有制企业的收入朝着更加平等的方向发展#这归因于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收

入的显著增长%

"##"

年政府机关的总收入在各种形式的所有制企业中最高#

但由于
"##"

年到
"##E

年其收入的增长速度相对缓慢#在
"##E

年时其收入排

名低于外资企业位于第二位%

G另一方面#集体企业以及私人企业的相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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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提高 !与
!CCA

年到
"##"

年的趋势相反"#集体企业与平均总收入的差距

从
#5G

减小到
#5!@

#私营企业从
#5!C

减小到
#5#F

%国有企业仍维持在中间位

置#与平均收入的差距几乎为零%

@

@ 但人们需要注意的是#公有部门员工所汇报的收入可能不能完全反映个人的实际收入#可能会低估个

人的实际收入%因为国有企业和政府机关的福利远远好于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但这方面的信息很难收

集#特别是非现金收入%由于这两个部门工资相对较高$福利待遇非常好#国有企业和政府机关的工作在

我国仍是最具竞争力的工作#竞争度甚至高于外资企业%

A 这可能也与我们的所有制分类有关%在外资企业的类别中我们只包含了外资独资企业和外资控股的

合资企业#这些企业可能主要集中在高收入行业%

另外一点需要提出的是#公有部门和私有部门的工作时间正在趋于一致%

"##"

年到
"##E

年的这段时间#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每周的工作时间持续递

减#而以前的铁饭碗部门 !即国有企业和政府机关"的工作时间略微增加

!虽然仍比私有部门的时间略短"%这种融合的原因可能是国有企业和政府机

关职位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雇员们不得不努力工作以保住自己的饭碗%与此

同时#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也开始关注职工的权力#给予他们更多的自主性%

基尼系数显示总收入和小时工资的不平等性均有递增的趋势%就整体样

本而言#从
"##"

年到
"##E

年小时工资的基尼系数从
#5GFE

增加到
#5@#A

%虽

然私营企业一直呈现出最大的收入分歧#公有部门 !包括集体企业"收入的

不平等性也显著增加#这使得两类部门的收入分布也呈现趋同的走势%

图
"

描绘了不同所有制分类小时工资对数分布的非参数核密度估计值%

该图描绘了
"##"

年和
"##E

年整体样本以及每一类所有制形式的收入分布%

图
"

的左半部分展现了
"##"

年收入的核密度估计值%由于代表政府机关

收入曲线的整体位置靠右且峰度最高#说明政府机关的小时工资平均高于其

他部门%此外该部门的分散程度相对较窄#主要集中在均值附近%外资企业

的平均工资位居第二#其平均工资略高于国有企业但宽度很大#说明其分布

很分散%在五种分类中#私营企业的小时工资最低#且分布向左倾斜#说明

私营企业一些职工的收入很低%

如图
"

的右半部分所示#这种特征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只是相

对于
"##"

年#

"##E

年的五条线更加紧凑#进一步说明五种所有制分类的小时

工资开始收敛%在
"##E

年#外资企业小时工资的分布优于政府机关%不仅体

现在外资企业的平均工资更高#且在这一部分没有很多低收入者#因为左尾

的分布很平缓%此外#政府机关与集体企业的分布十分相似#只是政府机关

的小时工资分布在集体企业的右侧%

A

三!

7(Z(*(HL2&':1/

分解

为了分析不同所有制企业个体的收入差距#我们首先使用
7(Z(*(HL2&':1/

方法 !

L2&':1/

#

!CEG

&

7(Z(*(

#

!CEG

"将对数收入的均值差距分解为两部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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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

年和
"##E

年不同所有制企业收入分布的核密度估计值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RV?H"##"

和
WcOV$H"##E

调查数据的计算而得%

注'收入根据
L/(':0(':R+2I

!

"##F

"计算的城镇省际空间价格指数 !并将该指数

更新至
"##E

年"进行了调整%基准值为
"##"

年的全国价格%上图为
"##"

年数据#下

图为
"##E

年数据%

Y+0(2

表示全体职工小时工资对数的核密度#

T7);

表示国有企业职

工小时工资对数的核密度#

=UV;

表示政府机关职工小时工资对数的核密度#

c$);

表

示集体企业职工小时工资对数的核密度#

?V);

表示私营企业职工小时工资对数的核密

度#

QV);

表示外资企业职工小时工资对数的核密度%

部分为不同所有制个体特征的差别#另一部分为不同所有制形式对这些个体

特征回报的差别%

F

$(/:

!

!CCC

"总结了各种教育回报率的估计方法及其优缺点%他认为
7XT

估计方法仍是最稳健的估计

方法%

假定明瑟小时工资可以表示为F

F

);

&

%

)

!

);

!

);

".&

!

"

1F

""3

7

!

"

1F

"

"#

);

# !

!

"



"CD

!!

经 济 学 !季 刊" 第
!!

卷

其中下标
;

8

+

!

#

A

-代表上面所定义的五种不同的所有制分类&

F

);

是个体
)

在

;

企业小时工资的自然对数 !根据省际购买力差别进行了调整"&

!

);

是代表个

体特征的向量&

!

为所观测到的一系列人口特征的回报率%向量
!

包括性别$

教育程度 !根据调查中所汇报的学年数来衡量"$工作经验E

$工作经验的二

次项$在当前职业的工作经验$是否参加在职培训$是否属于沿海地区$是

否属于省会城市以及公司规模%残差
#

);

代表了所有影响个体小时工资
F

但无

法观测的因素%

E

"##E

年的调查中没有汇报实际工作经验#结果我们应用了潜在的工作经验!即年龄减去学年数减
F

"来

替代%

则两个不同所有制企业
;

!

和
;

"

所观测到的平均对数收入的差别可以表

示为

"7

F

;

!

;

"

&7

F

;

!

'7

F

;

"

# !

"

"

其中变量上面的横线表示平均值%将等式 !

!

"代入等式 !

"

"可以得到

"7

F

;

!

;

"

&

7

!

1

;

!

W

!

;

!

'

7

!

1

;

"

W

!

;

"

# !

G

"

其中系数上面的小三角表示从两个不同等式估计的系数%

假定已知非歧视的工资结构
!

"

#对数工资的差别可以通过下面的方式进

行分解 !

61.,(/K

#

!CDD

"'

"7

F

;

!

;

"

&

!

7

!

;

!

'

7

!

;

"

"

1

!

"

"

+

7

!

1

;

!

!

W

!

;

!

'

!

"

"

'

7

!

1

;

"

!

W

!

;

"

'

!

"

"-# !

@

"

等式 !

@

"说明
;

!

所代表的所有制与
;

"

所代表的所有制的收入差别可以分解

为两部分'第一项可以解释为对数收入的差别是由于不同所有制平均个体特

征的差别所致#它测量了在
;

!

所有制企业的个体如果具有在
;

"

所有制企业个

体的特征#他们的收入如何%第二项表示根据非歧视工资的结构所计算的两

种不同的所有制企业的回报率#这是收入差距中无法解释的或者说残差部分#

可以解释为市场分割或不同的生产力水平%换句话说#具有相同个体特征的

职工在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收入不同#原因可能是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过程

不同所导致的生产力水平差异或者是特定的制度因素#例如垄断所导致的回

报率不同%构建非歧视工资结构
!

"有几种不同的方法%下面我们使用了
61.H

,(/K

!

!CDD

"所提出的方法进行分解#该方法假定不同所有制企业非歧视工

资结构为共有的组工资结构%

表
@

描绘了对
"##"

年数据和
"##E

年数据分别应用
7(Z(*(HL2&':1/

分解方

法得到的我国城镇不同所有制企业相对货币收入的变化%该表分别列出了不

同所有制企业对数收入的均值$收入的差距#以及将差距分解为可以解释的

部分和无法解释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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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该表是以
7XT

方法回归小时对数工资为基础的#受篇幅限制#具体的
7XT

回归结果可以向作者索要%

表
@

!

根据
7(Z(*(HL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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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参见表
"

%

注'参见表
"

%括号内为标准差%

"表示
3

)

#(#A

#

""表示
3

)

#(#!

#

"""表示
3

)

#(##!

%

T7);

代表

国有企业#

c$);

代表集体企业#

?V);

代表私营企业#

QV);

代表外资企业#

=UV;

代表政府机关%分解结

果以表
@

和表
A

的回归结果为基础%收入根据
L/(':0(':R+2I

!

"##F

"计算的城镇省际空间价格指数

!并将该指数更新至
"##E

年"进行了调整%基准值为
"##"

年的全国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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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的上半部分为
"##"

年不同所有制企业小时对数工资的分解结果%该

表显示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收入差距相对较大#特别是公有部门与私营企业以

及外资企业与私营企业%此外#除了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差距#其他所有

制企业收入的差距均很显著%分解的结果发现个人特征只能解释很小一部分

收入的差距#但
c$);H?V);

与
?V);HQV);

是个例外%这说明在
"##"

年无法解

释的部分占收入差距的比重很大#这与
>f,./

<

1/.+67J

!

"##E

"所证明的在

中国城镇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分割仍非常严重的结论相一致%这种分割的一个

最典型例子是在公有部门内部'国有企业与政府机关的人员素质基本相当#

"EB

的收入差距完全来自无法解释的部分#这可能反映了在
"!

世纪初对政府

机关人员收入的制度保护 !

>f,./

<

1/.+67J

#

"##E

"%类似的结论也可以通过

对比政府机关与外资企业员工的收入得到#相对于外资部门#政府机关职工

在收入方面显然得到了额外的照顾%

与
"##"

年相比#在
"##E

年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小时对数工资差距明显减

小#但国企与外企以及政府机关与外企是个例外#

"##E

年外资企业的收入大

大提高#使其与公有部门的收入差距与
"##"

年倒置%这种发展总体来讲使私

营部门和半公立部门 !

?V);

#

QV);

#

c$);

"更加受益#而政府机关获益较少

!可能是对
!CCA

年到
"##"

年政府机关收入增长过快的一种调整"%如在本文

的统计描述部分所观测到的#

"##"

年到
"##E

年的这段时间不同的所有制结构

正朝着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

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收入差距分解的特征在这段时间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可解释部分与无法解释部分的比重换位了%在
"##E

年的数据中#不仅不同所

有制企业的收入差距呈现递减的趋势#而且个人特征可以解释收入差距中的

很大一部分%这意味着分割变得不太显著%

表
@

列出的分解结果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的最新进展主要

有三个方面的贡献%第一#城镇集体和私营企业的地位相对于公有部门显著

提高%与国有企业和政府机关相比#收入差距的大大缩减来自两个方面#一

是员工个人特征趋于收敛#二是公有部门与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分割大大

减弱%这种变化非常重要#它意味着各种所有制之间正在走向融合#这在以

前是从未出现过的%

第二#政府机关职工收入的绝对优势从
"##"

年到
"##E

年正逐渐消失#

政府机关职工相对较高的收入是因为职工的个人资质相对于其他部门相对较

高%特别是相对于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在
"##E

年这两个部门与政府机关职

工收入差距的
A#B

和
FEB

可以通过个人特征来解释#而在
"##"

年个人特征

只能解释
!"B

和
"DB

%换句话说#

"!

世纪初所观测到的政府机关占绝对优势

的市场分割现象 !

>f,./

<

1/.+67J

#

"##E

"在最近这段时间正在逐渐消失#

不仅体现在绝对收入差距的减小#还体现在无法解释部分在收入差距的比重

也在缩小%这说明政府对公有部门企业的保护正在逐渐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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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与公有部门相比#外资部门正通过雇用较高素质的个体加大市场

分割程度以继续加强其统治地位%有趣的是
"##"

年到
"##E

年国有部门与外

资企业巨大的收入差距 !后者收入较高"一方面来自个人特征分化的增强#

另一方面由于分割的加剧所致%在
"##E

年#如果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员工的

个人特征相同#外资企业职工可以获得额外
!GB

的收入补贴%这与外资企业

和政府机关职工收入差距中无法解释的部分相当#这也是这两类企业职工收

入的总差距#因为外资企业和政府机关职工的个人特征非常接近%最后#与

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相比#外资企业的位置没有太大的变化'外资企业具有

职工素质的绝对优势#但分割情况也相当严重#与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相比#

分割可以解释收入差距的
GEB

和
@EB

%

四!

d.%'HO./

9

%

3

H?&1/*1

分解法

7(Z(*(HL2&':1/

分解法只能处理收入的均值而忽略了整个分布的差异#例

如分散程度或倾斜度%然而#不同部门间小时工资的分布是有差异的%因此#

作为对
7(Z(*(HL2&':1/

分解法的补充#本文使用了
d.%'

#

O./

9

%

3

(':?&1/*1

!

!CCG

"提出的分解方法#该方法可以分析整个收入差异的分布%

d.%'HO./

9

%

3

H?&1/*1

!

dO?

"分解法通过考虑残差分布扩展了
7(Z(*(H

L2&':1/

方法%该方法将收入差距分解为三个部分'个体特征效应 !由
!5

分

布的变化所致"$回报或价格效应 !由
!

5

的变化所致"以及残差效应 !受无法

观测的因素影响"%

遵照
d.%'.+67J

!

!CCG

"#等式 !

!

"中的残差
#

);

可以表示为

#

);

&

4

'

!

;

!

0

);

a

!

);

"# !

A

"

其中
0

);

为个体
)

的百分位数#

4

;

为个体特征为
!

);

在
;

所有制的残差收入等式

的积分分布方程%

C

7(Z(*(HL2&':1/

分解法参照的工资结构是根据整体样本合并的模型估计的#参照的残差分布是两个样

本的平均分布%

d.%'HO./

9

%

3

H?&1/*1

分解法的结果是根据
T0(0(

软件使用
h

,

9

&1/*1J(:+

命令得到的%

假定
4

"为参照的残差分布#

!

"为参照的工资结构C

#两个假设的小时工

资分布可以表示为

F

!

);

!

&

!

"

!

);

!

"

4

"'

!

!

0

);

!

a

!

);

!

"# !

F

"

F

"

);

!

&

!

;

!

!

);

!

"

4

"'

!

!

0

);

!

a

!

);

!

"

(

!

E

"

!!

等式 !

F

"中的工资等式是通过计算
;

!

所有制企业中每一个工人的特征

!

);

!

相对于参照的工资结构
!

"

#以及在参照的残差分布
4

"中他在
;

!

企业残差

分布的位置而得%等式 !

E

"中给出的第二个假设分布是根据每个工人自己估



G#"

!!

经 济 学 !季 刊" 第
!!

卷

计的对特征
!

;

!的回报率以及参照的残差分布
4

"而得%

dO?

分解方法最主要的特征是它可以分析整个收入的分布%如果让
I

F

代

表相应变量分布的总的统计#我们可以将不同所有制的两个企业
;

!

和
;

"

的收

入对数的差异分解为

I

F

;

!

'I

F

;

"

&I

F

!

;

!

'I

F

!

;

"

"

+!

I

F

"

;

!

'I

F

"

;

"

"

'

!

I

F

!

;

!

'I

F

!

;

"

"-

!"

+!

I

F

;

!

'I

F

;

"

"

'

!

I

F

"

;

!

'I

F

"

;

"

"-

(

!

D

"

!!

根据上面的定义#右边的第一项反映了个体特征 !数量"效应或两个部

门间可观测到的差异%第二项 !用方括号表示"代表了回报效应或可观测到

的价格差异%第三项为残差效应#说明了两个部门残差分布的区别%

图
G

描绘了根据
dO?

分解法对每一对所有制形式的分解结果%每一个小

图呈现了收入差距以及每一对所有制企业在第
A

$第
!#

$第
"A

$第
A#

$第

EA

$第
C#

以及第
CA

分位点的分解结果%从这些图中#我们可以得出四个最

主要的结论%

图
G

!

根据
dO?

方法分解不同所有制企业职工的小时对数工资

注'

/

代表总的收入差异#

G

代表数量效应#

J

代表价格效应#

N

代表残差效应%

T7);

代表国有企业#

=UV;

代表政府机关#

c$);

代表集体企业#

?V);

代表个体及私营

企业#

QV);

代表外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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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G

!

根据
dO?

方法分解不同所有制企业职工的小时对数工资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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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G

!

根据
dO?

方法分解不同所有制企业职工的小时对数工资 !续"

!!

第一#不同所有制企业收入差距的分布显著不同%通过比较
"##"

年和

"##E

年其他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与私营企业的分布 !即
T7);H?V);

#

=UV;H

?V);

#

c$);H?V);

和
QV);H?V)T

"#我们发现收入差距在分布的底端均很显

著#而在顶端几乎都消失了%这意味着所观测到的这些所有制形式与私营企

业的收入差距主要来自最底层的
AB

(

!#B

的个体#这些个体在私营企业的收

入远远低于其他所有制形式%另一方面#在
"##"

年的数据中集体企业和外资

企业收入的差距与此特征完全相反'两类企业的低收入群体几乎没有差距#

随着收入的增加#两类企业的收入差距逐渐加大%这种趋势也反映了图
"

所

体现的特征#在
"##"

年外资企业高收入群体的工资远远高于半公有部门的高

收入群体%最后#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政府机关与集体企业以及国有企业

与政府机关的收入差距在
"##"

年相对平缓%这说明在公有和半公有部门收入

差距的分布相对均衡#高$低端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均不显著%

第二#收入差距的分解再一次肯定了个体的资质只能解释很小一部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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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和半公有部门收入的差距#分割效应 !或称为价格效应"仍很显著#且该

结论在整个分布都成立%当比较私有部门时#个人特征变得比较重要#可以

解释外资企业与集体企业$外资企业与私营企业收入差距的
A#B

左右%残差

效应 !无法观测因素"对于解释收入差距分布的作用不明显#但国有企业与

私营企业$政府机关与私营企业以及集体企业与私营企业是个例外%

第三#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收入差距的分布需要特别的关注#因为在整

个收入分布中差距变化很大#且随时间在不断变化%

"##"

年#国有企业对低

收入群体支付的平均工资相对较高#而外资企业对于
EA

分位数的个体支付较

高的工资#这使得收入差距的符号在整个分布中有所变化 !这可能也解释了

为什么表
F

中的均值差距不显著"%有趣的是#在国有企业的工资占优势的收

入差距分布的底端#数量效应$价格效应以及残差效应相对平均的一起解释

了收入差距#而在外企工资占优势的收入差距的高端#收入差距则主要由个

体特征的差异所致 !也就是说#外企高端员工的素质好于国企的高端员工"%

第四#如前面所分析的#对于大多数的所有制企业
"##"

年到
"##E

年的

收入差距在大幅度减小%收入差距的分布图可以通过强调在分布中一些不同#

对各种所有制企业的平均演变过程提供了一个更加完整的画面%我们发现收

入差距的减小在收入分布的底端更加明显#分割的趋势也在减弱%特别对于

国有企业和政府机关#以及集体企业和政府机关的职工#这说明公有部门低

收入群体的工资结构更加和谐%此外#不同所有制企业在不同分位点的分布

特征也变化了很多#暗示着在这段时期工资的制定机制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就这个方面而言#外资部门显现出非常重要的变化%相对于国有企业和政府

机关#外资企业显著提高了其经济地位#在收入差距的分布中#外企员工的

工资更有优势#特别是高收入群体#收入差距几乎完全可以用分割效应来解

释%这可能反映了外企对高素质员工格外青睐的招聘政策%非常有意思的是#

对于外企和国企#外企和政府机关收入差距最小的群体在
"A

分位数左右#这

意味着低于均值收入的个体的工资非常接近%最后#

"##E

年的图显示分割效

应对于解释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收入差距仍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别是

对于高收入群体%

五!结
!!

论

本文分析了
"##"

年到
"##E

年间不同所有制企业职工工资差距的发展趋

势#并分析了平均工资以及工资分布的差异背后的原因%我们发现虽然在

"##"

年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收入差距仍相当大#但向
"##E

年过渡的五年间它们

在逐渐缩减%此外#所观测到的工资收敛的趋势更有利于私有和半公有部门%

根据
dO?

分解法所观测到的收入差距分布的结论显示公有部门收入差距的分布

相对均衡#但私营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的收入差距主要来自低收入者%外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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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公有部门 !国有企业和政府机关"的工资收入在
"##E

年的提高#在整个

分布区间均很显著#这意味着外企所有的员工均受益于外企相对位置的提高%

7(Z(*(HL2&':1/

和
dO?

分解法均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人特征对于解释

工资差异的重要性越来越显著且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收入差距呈现递减的趋势%

另一方面#市场分割在
"##E

年相对于
"##"

年减弱了许多%我们的结果显示

各部门的收入差距呈收敛的趋势#这在以前是从未出现过的%此外#在
"##"

年市场分割更有利于政府机关的情况还十分严重#这种情形随着时间正逐渐

减弱#但在整个分布递减的速度不同%此外#

dO?

分解法还显示市场分割对

于高收入者仍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在收入分布高端的个体相对于低收入者仍

受益于一定的市场分割的保护%当然这种保护可能来自政府的政策#也可能

来自不同所有制企业对高素质人才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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